
佛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
下半年工作计划

2022 上半年，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把

乡村振兴放在落实省委“1+1+9”工作部署和市委“515”高质量

发展战略目标中统筹推进，农村经济社会呈现总体平稳、稳中有

进的良好势头。

一、上半年工作情况

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，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、农村全

域美丽的发展新路径，确保农业稳产增产、农民稳步增收、农村

稳定安宁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。

一是粮食生产稳步推进。强化农机购置、种粮补贴等政策支

持和投入保障，稳定种子、农药、化肥等农资产品供应，投入农

机开展跨镇域社会化服务，全市春耕生产进展顺利。加快推进高

标准农田建设、撂荒耕地复耕，进一步优化提升耕地生产力。

二是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。新增粤港澳大湾区“菜

篮子”基地 3 家，累计建成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 17 家，

建成市级“菜篮子”基地 70家。构建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，

不断提升猪肉供应安全保障能力。强化非洲猪瘟疫病防控，全市

生猪养殖场防控措施实现全覆盖落实。大力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

养殖，全市已创建国家级现代化美丽牧场 1 家、国家级畜禽养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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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示范场 1 家、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1 家，4 个在

建楼房式绿色标准化生猪养殖项目总体建设进度顺利。

三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断完善。扎实推进“治违禁 控

药残 促提升”行动，进一步强化基层监管能力及监测体系建设，

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中向好。开展风险隐患排查、水产品专项

抽检行动等 8 项行动，成立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联盟，进一步

夯实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基础，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。“区

级奖励回收、市级转运处理、市场手段调节”农药包装废弃物和

农膜回收体系初步成型，上半年全市回收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和

农膜共 35.7 吨。

（二）做精农旅融合文章，佛山现代都市农业提速发展。

一是现代农业产业载体取得新突破。南海区现代农业产业园

入选 2022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，我市实现国家现代

农业产业园“零”的突破。佛山市南海区预制菜产业园、佛

山市顺德区预制菜产业园入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

单，全市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总数达 12 个，实现鱼、花、

水稻等主导产业以及预制菜等新产业全覆盖。现有国家级农

业龙头企业 5 家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61 家，市级农业龙头

企业 68 家，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。

二是农业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。以重建岭南特色现代桑基鱼

塘、实现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为目标，率先在全省推

进全域养殖池塘改造提升，制定佛山市全域池塘改造提升挂图作

战表，项目细化到区、镇、村，实现“列表清单，挂图作战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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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改造 1.48 万亩，正在改造 2.89 万亩，同步启动建设 8 个省级

示范性美丽渔场。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加快畜

禽养殖绿色优质发展，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、规模养殖场粪

污处理设施配套装备率均达较高水平，构建起种养结合、农牧循

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。

三是创新业态进入新发展阶段。加速布局预制菜产业发展，

全面加强市级统筹和五区联动，在全省率先成立预制菜产业联

盟，着力推进预制菜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产业化生产。积极筹

备首届中国国际（广东佛山）预制菜产业发展大会，搭建预

制菜产业合作交流新平台。启动新一轮佛山农业公园建设，

巩固和提升前期农业公园建设成果，推动各区谋划建设大型

示范性农业公园，打造农业公园的升级版和多种形态。

四是农业特色品牌不断涌现。新增 2 镇 5 点获评 2021

年度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，全市共获评中国美

丽乡村 2 个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3 个、省级示

范镇 7 个，省级示范点 18 个。均安大头菜入选 2022 年第一批

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增至 4 个，农业

品牌效应进一步发挥。

五是农业发展动力有效增强。推进高水平广东农业科技示

范市建设，确立 22 个年度市院合作项目和 10 个农业科技特

派员团队项目。鲲鹏现代农业研究院、碧桂园无人农场、高

明区吉田无人农机应用示范基地建设等一批科技农业、数字

农业平台加快发展。持续推动畜禽种业和农作物种业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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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“广明 2 号”品种商业化应用，推动新广农牧有限公司

育种研发基地项目建设，推广夏播耐热甜玉米“佛甜 10 号”

等新品种。不断提升农业保险深度，全面创新农业保险保障

体系，1—6 月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完成 2.8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350%。

（三）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，多维塑造岭南水乡新风

貌

一是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。“百里芳华”乡村振兴示范

带 2022年 46个重点建设项目，已完工及工程过半项占比 82.6%。

因地制宜推动全市五区各打造 1 条示范带精华段，“禅乡城韵”

等 5 条示范带精华段连线连片效果初步显现，集中展现各区产

业、文化、生态特色。

二是农村基础性风貌提质升级。以实施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

行动为主抓手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累计清理整治农村

破旧泥砖房 17284间，完成田间窝棚整治数量达到 27580 个，新

建提升农村“四小园”超 1.7万个。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果，

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检查，累计发现并反馈整改问题

12633个。

三是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。新增 5 个镇 28 个村（社区）

获评省级乡村治理“百镇千村”示范单位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有

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区 1 个、全国乡村治理示范

镇、村 7 个，省级乡村治理示范镇、村 87 个。积极探索利用智

能化数字化手段和平台开展乡村治理，禅城区、南海区建设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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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大数据平台，顺德区黄龙村等多个村居以大数据集成平台和

相关 APP、小程序为载体开展智慧村务管理，智慧管理提升农业

监管和农村治理水平。

（四）深入开展东西部协作及省内驻镇帮镇扶村工作，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

全面开展对口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 15 个脱贫县和省内帮扶

肇庆、云浮两市 53 个重点镇工作。黔东南州、肇庆云浮分别完

成资金划拨 7.5 亿元、7.51 亿元，协助农业产业项目落地 120

个、184 个，消费帮扶资金 5.54 亿元、2.5 亿元。黔东南州农村

劳动力在广东稳岗就业 13093 人，肇庆、云浮两市已有 660 户

2424 人纳入防返贫动态监测。

二、下半年工作计划

接下来，市农业农村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、

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以更大力度、更强举措扎实推进“三农”

工作，为我市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提供有力支撑。

（一）增强粮食和优质农产品供应能力。加大粮食生产政策

支持力度，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，加快推进省下达我市

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、撂荒耕地复耕任务。稳住生猪基础生产

能力，加快楼房式绿色标准化生猪养殖项目建设，推动我市畜牧

业转型升级。实施“菜篮子”提质增量工程，市级以上各类“菜

篮子”基地稳定在 100家以上。构建重要农产品全过程溯源体系，

推广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，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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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加强市、区、镇三级农产品检测中心检测能力建设和提升，

强化重点农产品品种质量安全监管，探索完善水产品“逢出必检、

合格上市”工作模式。

（二）推动现代都市农业创新发展。分类分阶段推进全域养

殖池塘升级改造，2022 年推进改造提升面积 10 万亩，加快建设

8 个省示范性美丽渔场。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综合示

范基地建设，树立现代都市农业标杆。推动现有农业公园提质扩

面，开展大型示范性农业公园创建，加快建设主题农业产业园、

培育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。研究出台推进我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工

作方案，举办好首届中国国际（佛山）预制菜产业大会。深化与

中国农业科学院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、省农业科学院等合作，

持续推进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建设，加快鲲鹏现代农业研究院等科

研平台建设。持续开展水产、家禽等优势产业生物育种自主创新

和产业化，开展白羽肉鸡新品种和九江鱼花等淡水鱼苗育种攻关

和推广应用。

（三）全面提升乡村风貌和连片建设水平。全域开展农村人

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，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主要道路沿

线田头棚全面完成整治，全市 80%以上行政村（社区）达到美丽

宜居村标准。推动“百里芳华”乡村振兴示范带扩容升级，开展

示范带跨区连片建设，重点推进禅城区“禅乡城韵”等 5 条精华

段建设。加快建设“数字乡村”大数据平台和全市“三农”大数

据建设应用，推动农业农村数据精准采集、动态预警、决策辅助

和共用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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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扎实开展对口帮扶黔东南州和肇庆市、云浮市工作。

立足佛山产业、技术、市场等优势，助力对口地区巩固脱贫攻坚

成果，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体现佛山担当。东西部协作方面，

加快落实桥头堡战略部署，推动佛黔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，集中

资源力量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消费帮扶新引擎，引导各类企业

到黔东南投资发展，增强协作地区发展内生动力。省内驻镇帮镇

扶村方面。加强产业、就业、消费帮扶，强化扶贫项目资产监督

管理，确保脱贫成效稳定。促进肇庆、云浮优质农产品进入佛山

市场，鼓励网络平台持续加大对产品销售力度，拓宽农民增收渠

道。进一步发挥社会企业资源，形成组团工作合力，开展两地学

校、医院、村居、企业之间结对共建，实现两地互相交流提升。


